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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林蛙主产区的人工驯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究解决方法。方法：采用实地考察与文献梳
理相结合的方法。结果：目前吉林、辽宁两省的林蛙养殖企业主要采用半人工驯养方式，其中在养殖品种、放养期

管理以及产业链的升级上存在一定问题。结论：建议采用ＤＡｒＴ多样性芯片技术标记或ＳＳＲ微卫星分子标记以及膜
基因芯片等技术，对人工驯养林蛙的优良品种繁育和遗传系谱进行确认；通过引进电子标识技术，对放养期林蛙种

群的生长习性、生境特点以及病害、物种侵袭等实时监控；以 “产、研、销”结合的方式，解决人工驯养林蛙品种

来源、放养期监控及产业链发展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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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蛙 Ｒａｎａ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ａｃｈｅｎ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Ｄａｖｉｄ，别
名哈士蟆，为蛙科林蛙属动物，其雌蛙的干燥输卵

管是名贵中药材哈蟆油［１］。关于中国林蛙的品种与

分类问题一直争议不断，现在较普遍的观点是中国林

蛙分为４个亚种，即中国林蛙指名亚种Ｒｃｈｅｎ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ｈｅｎ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ＷｅｉｅｔＣｈｅｎ、中 国 林 蛙 兰 州 亚 种
Ｒｃｈｅｎ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ａｎｚｈｏｕｅｎｓｉｓＷｅｉｅｔＣｈｅｎ，ｓｕｂｓｐｎｏｖ、

中国林蛙康定亚种Ｒｃｈｅｎ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ｋａｎｇｄ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Ｗｅｉｅｔ
Ｃｈｅｎ，ｓｕｂｓｐｎｏｖ、中国林蛙长白山亚种Ｒｃｈｅｎ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ｈａｎｇｂａｉ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ＷｅｉｅｔＣｈｅｎ，ｓｕｂｓｐｎｏｖ［２］，与历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哈蟆油原动物基

原存在一定分歧。由于野生中国林蛙为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３］，为解决东北道地药材哈蟆油的来源问题，

了解中国林蛙的人工驯养情况，本研究于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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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０月，对辽宁、吉林两省中国林蛙的人工驯养
情况进行了跟踪调查。

１　调查内容

本研究以辽宁、吉林两省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国

林蛙（以下简称 “林蛙”）驯养企业为例，重点对林

蛙的生态环境与人工驯养中的孵化、繁育、放养、

越冬等各阶段情况进行实地调查。本研究主要关注

人工驯养中的产卵期繁育技术、蝌蚪期幼体食物饲

养、病虫害防治、夏季幼蛙放养及越冬期技术情况

等内容。

２　调查结果

２１种群分布

根据对调查的林蛙驯养企业中林蛙的体型、皮

肤颜色及其外观特征分析，其应属于中国林蛙长白

山亚种［４］，主要分布在东北长白山、大小兴安岭腹

地及余脉各地，即辽宁省东北部、吉林省中部、黑

龙江省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等地区。

２２生态环境

林蛙主要分布地区处于中温带、暖温带，属于

温带季风气候；林蛙所在地区森林类型为针叶阔叶

混交林或阔叶混交林（杂木林），具有乔木层、灌木

层、草本植物及枯枝落叶层，少数林蛙分布于灌丛

和林间农田（分别为 “林下林蛙”和 “稻田林蛙”）。

林蛙的驯养场通常设在 Ｎ４０°～４５°、Ｅ１２０°～１３０°，
海拔５００～８００ｍ，夏季平均气温２０～２５℃的峡谷或
具有沟渠的环境内，峡谷坡度在１０°～４０°，坡长不
低于１０００ｍ，且沟内有常年流水的河流或小溪，沿
水流边缘附近地势平坦，夏季草木茂盛，昆虫众多，

森林郁闭度在０７以上，林下相对湿度在７０％以上。
驯养场及附近无工业污染，空气质量达到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５］。

２３基础设施

林蛙驯养企业的基础设施多采用 “三池一房”

（即产卵池、孵化池、越冬池、看护房）或 “一池多

用”（即建设适用于多种用途的池塘）的建设方式，

并可根据当年产卵的数量，配备与之相应的孵化池

面积。近几年也出现整体改造河道，建设林蛙驯养

生态园林的生态驯养基地。在夏季温度过高时，可

架设遮荫的设施，防止蝌蚪生病，同时防止鸡鸭鸟

类物种侵食蝌蚪。

２４引种与留种

一般在春季把生命体征良好的种蛙引入当地种

蛙群中，或直接投入优质卵团，以改善种群基因多

样性。留种工作在每年初冬或次年春季进行。种蛙

要求发育良好，身体健壮，无损伤，动作灵活；雄

蛙２年生以上，背部皮肤黑褐色并有黑斑，肩部有
“∧”型黑色条纹；雌蛙２～３年生。大小相近的种
蛙按雄蛙与雌蛙比例１～１２∶１进行驯养。

２５产卵与孵化控制

产卵前期水温需在８～１０℃，以控制种蛙交配
进程。产出的卵团捞出后，应立即送至孵化池或产

卵箱，并控制密度在５个卵团／ｍ２。孵化的受精卵大
约１０ｄ出现尾芽；目前孵化率一般为８５％ ～９５％。
为防止气温骤降，应保持卵团处于水面以下，可将

产卵箱放置于水下２０～３０ｃｍ处，箱与箱间距５０ｃｍ
以上。在４月中下旬，由于气温较低且天气变化较
大，池内的水应 ５ｄ更新 １次（水温过高可加大排
水，水温低时则应减少更新次数）。气温超过２０℃
后应及时降温，可采用遮荫与换水相结合的方式，

以防蝌蚪生病。

２６变态期饲养

此饲养期的水深应在２０～３５ｃｍ；投放密度为
２０ｄ前密度为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只／ｍ２，２０ｄ后密度降至
８００～１０００只／ｍ２；蝌蚪长大后应及时分开，以防止
相互蚕食；保持水的平缓流动，水温控制在 １０～
２０℃；池内水保持２～３ｄ更新１次，２０ｄ后应加大
换水频次１～２ｄ更新１次。此阶段需要注意的是避
免水温偏高，高水温可导致蝌蚪发育速度过快，使

得变态后幼蛙体质较弱而死亡。

２７病虫害防治

本着 “检、隔、封、消、治”的原则，以预防

为主，每１５ｄ定期用杀虫及灭菌类药物进行全池泼
洒，预防疾病的发生。发现病害及时隔离并消毒处

理；用药前进行预实验，证明无害或毒性消失后方

可大量用药。在投放预防或治疗性药物时，投放前

后都应注意对所使用的设备进行彻底消毒。

２８水质监控

在产卵、孵化及变态期的饲养中，水质监控为

主要的环节，此环节应保证水质透明、无有害物

质［６］。水质监控的主要方法是对池水进行消毒和加

灌洁净水，并定期使用光合细菌、ＥＭ微生物制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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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净化剂对池水进行净化［７８］。水质调节剂的使用

应根据不同季节和不同发育期进行选择，不同类型

调节剂的适宜条件（见表 １）和使用注意事项（见
表２）。池塘使用前需用杀菌剂对全池和使用器皿进
行彻底消毒，暴晒晾干后再注入清洁的水。使用水

质调节剂后不得使用杀菌剂，也不可以与抗生素或

农药合用。因不同类型的菌群对水体 ｐＨ值要求不
同，ｐＨ值会影响药物发挥作用的速度，所以应根据
实际情况对水体酸碱度进行调节。使用后也应加大

监管力度，防止水体缺氧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也可

适当地人工供氧。应根据蝌蚪生长规律和产生废物

的进程来定时、定量、规律地使用水质调节剂，防

止因用量过大、耗氧量过大所产生的不良反应事件

发生。储存时注意避光、密闭、冷藏保存，但部分

调节剂贮藏期过短，过期后虽降解功能降低但仍可

使用，投入前可适当加量，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同

时，应注意及时去除鱼、水蜈蚣、蜻蜓幼虫、青蛙

等有害生物。

表１　各类水质调节剂最佳使用时期及适用范围
水质调节剂类型 最佳使用时期 适用范围

氮循环细菌 越冬期 搭配使用

光合细菌 变态期 水产养殖普遍使用

ＥＭ菌 变态期 蛙类养殖广泛使用

表２　各类水质调节剂特点及使用注意事项
水质调节剂类型 特点 注意事项

氮循环细菌 ４～５ｄ见效 耗氧量大需人工供氧

光合细菌 效果稳定持久 忌金属器皿

ＥＭ菌 立即见效 溶解水需为洁净水

２９放养期监护

由于目前林蛙尚采用半人工驯养的方式，因此

每年６月中旬开始，幼蛙将陆续上山放养，此时需
定时在岸边平坦处放置嫩青草、石砖瓦块等遮挡物。

同时，根据气候的干燥程度定期洒水；也可人为将

幼蛙移至生长环境较好的河道内自行疏散。根据环

境中昆虫的数量，可在放养区四周添加黄粉虫等活

体饲料。林蛙的放养密度一般为当年幼蛙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只／ｈｍ２有效森林，２年以上生幼蛙３０００只／ｈｍ２

有效森林；蛙群中１年生幼蛙与２～３年生成蛙比例
为７∶３左右。放养期间应避免牲畜、家禽及人员进
入放养区域。

２１０回捕与采收

每年１０月中旬（霜降前后），林蛙自然开始下
山进入河流，雨后集群回河。回捕一般在林蛙回河

后进行，或在越冬池整体捕捞。经过约２年生长期
（从第一年４月份的蝌蚪生长到第二年的１０月份入
冬前），体质量约２５ｇ以上的为成蛙。采收与留种
同时进行，先留下足够的种蛙，剩余为商品蛙。未

达到成蛙限定的，可放回贮蛙池或越冬池继续

饲养。

哈蟆油药材应装入密封袋或玻璃盒中密闭储藏，

防止吸潮变霉，必须冷冻保存。每个外包装应有标

签以便识别。标明产地、质量、等级、生产者或经

营者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运输过程中严格密

闭保存，同时禁止与有害、有毒或其他可造成污染

物品混贮、混运，严防返潮现象发生。

２１１越冬管理

回捕的未达到成蛙限定的林蛙可以先放回贮蛙

池暂存（池水深度 ８０～１００ｃｍ），其密度为 ５００～
８００只／ｍ２，贮存时间为９月下旬—１１月中旬。贮蛙
时，池底应设置隐蔽物（如塑料薄膜等），池内水应

３ｄ更新１次。１１月中旬前需移入越冬池（池水深度
为１５～２０ｍ），成蛙密度５０～６０只／ｍ２，幼蛙密
度可适当增加，一般１００～３００只／ｍ２（蛙应依大小分
开，不宜在同一池子里越冬）。若在室内越冬，室温

保持在－１０～５℃，水温在２℃左右，不冻层１ｍ，
密度在８００只／ｍ２，保持水体流动。此外，也可采用
天然条件越冬，即利用养殖场中的河道或池塘，林

蛙在河道缓流段的深水湾、树根下、石缝里、泥沙

中均可越冬；对缺少隐蔽物的河道，可通过放置草

捆、树枝、石块等为隐蔽物，但注意应不阻塞河道，

保持河道内水体流动，防止形成延冰；或者是在此

基础上，人工修建小的塘坝来越冬。越冬期管理要

注意保证越冬池水的溶氧量在６ｍｇ·Ｌ－１，并清除杂
鱼、杂草、淤泥，防止有机物过剩而增加氧气消耗。

林蛙正常越冬的病死率在２％～１０％。

３　小结与讨论

３１林蛙品种问题

由于中国林蛙存在４个亚种，且在东北地区尚
有黑龙江林蛙 Ｒ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Ｂｏｕｌｅｎｇｅｒ、桓仁林蛙
ＲｈｕａｎｒｅｎｅｎｓｉｓＬｉｕ等多个品种分布［２］。因此，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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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蛙驯养品种的确定十分必要。虽已有研究采用

ＤＮＡ条形码技术对哈蟆油基原动物进行鉴别［９］，但

因目前对中国林蛙的分类有分歧，使得林蛙的药用

品种有待确认。建议采用 ＤＡｒＴ多样性芯片技术标
记或 ＳＳＲ微卫星分子标记，以及膜基因芯片等技
术［１０１２］，对人工驯养林蛙的遗传系谱进行确认，

进而进行优良品种的繁育，解决林蛙的品种来源

问题。

３２放养期监控问题

由于夏季林蛙在深林中放养处于无监护、无保

护状态，对于林蛙种群的数量、密度、迁徙分布范

围、生活质量、病虫害预警、敌害侵袭等均无有效

的监控措施，无法保证林蛙种群遗传与数量的稳定

性，严重制约了林蛙养殖规模化、规范化、集约化

发展。建议引进电子标识技术［１３１４］，通过对放养期

林蛙种群的生长习性、生境特点、病虫害、物种侵

袭等实时监控，发现更适于林蛙生长的环境条件，

为真正实现林蛙的人工养殖提供依据。

３３林蛙产业链发展问题

林蛙作为哈蟆油的基原动物具有悠久的历史，

被誉为 “关东三宝”之一及 “水陆八珍”之首［４］。

但由于目前林蛙产业链尚不完善，难以满足养殖业

对效益的需求。如何提高林蛙养殖企业对其产品开

发的参与度，满足市场对哈蟆油及林蛙制品的需求，

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建议将 “产、研、销”结

合起来，这样既可从源头上解决养殖中的一系列问

题，也可从终端的信息反馈中得到启发，从而解决

林蛙及哈蟆油开发上的产品升级换代、附加值提升

等问题，进而使终端的销售更具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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